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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大运河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历史文
化遗产，对于当今社会也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大运河在历史进
程中发展至今展现了我国丰厚的文化底蕴，其沿线文物作为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工
作是当前文化建设中的重点工作内容，做好这项工作不仅传承
了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更向世界展现了辉煌的中国文明，对提
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与社会经济效益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大运河是当前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
是连接各个经济带的重要纽带，在历史的变迁中留下众多有价
值意义的文物古迹，记录着历史发展与文化内涵，所以在当前，
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文物保护也成为了当前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的重点内容，做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一种具体体现。在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过程中，
应该依托于现存的文物古迹，发展大运河文化产业，发扬大运
河文化为工作方向，提升大运河的影响力，以此来实现大运河
文化带的建设工作，与此同时，更要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
处理好保护与传承利用，要树立正确的传承利用理念，实行切
实有效的保护方案，根据我国当前文化建设发展需求，将文物
保护工作与文化传承有机融合，将大运河文化带的文物最大程
度发挥其价值，为世人展现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魅力 [1]。

2、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文物保护中存在的现实性问题

2.1 管理工作协调不到位
大运河文化带作为一条线性文化产业途径，其沿线的文物

古迹规模范围广，保护难度大，涉及部门多，使得各个环节工
作由点到面的细节过多，导致管理工作协调不到位。在当前，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关于文物保护的工作仍是采用传统的归属
地管理模式，明确各地区部门职责，虽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管
理难度，但是各地区发展情况各有不同，主管部门又不统一，
相对来说没有形成大运河文化带整体上的保护规模。大运河在
申遗期间组成的各个部门小组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后部门存在撤
销或者转移工作重心的情况，在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管理规划
上没有一个主管部门，加之各归属地的管理又都是根据自身实
际发展需要，缺少交流和沟通，无形中对文物的保护与传承利
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很难开展统一有效的文化带建设工作，
所以根据当前实际，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套统一的管理计
划与建设方案来进行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工作与文物的保护与
传承利用。
2.2 文物保护涉及范围广，保护难度大
大运河文化带以及沿线文物古迹规模的庞大使得保护工作

进展起来十分不易，对于文物的传承与利用更是提出了较大的
挑战，其文物类型的复杂性，使得相关部门在进行保护工作时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技术水平还达不到的地方就无法
进行实质上的保护工作，而且其中包括较高等级的重点保护文物，
也有相对来说较低等级的一般文物，在进行保护工作时还要进
行区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文物也要进行分门别类
的整理，更是加大了文物保护的工作难度。而大运河作为人工
开凿运河，其线路绵长，既有交通运输航道又有排污泄洪航道
等，对于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区分工作极为细致，又要明确有文
化价值和重点保护的线路，其管理难度也一直有增无减，维护
工作不到位，就会出现污水排放等情况，使得文物生存状况堪忧，
对于传承利用低的一些文物也有无人监管的现象存在，所以当
前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注重文物申报工作而忽略文物管理与
保护的情况也确实存在，无形中阻碍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所以就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发挥实质性作用，做好文物保护与传
承利用之间的工作，最大程度避免借用文物保护却损坏文物追
求经济效益的现象发生 [1]。
2.3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部分相关文物缺少现实性意义
大运河在历史进程中虽然留下了众多文物，但是在当前社

会，许多文物已然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缺乏观赏性和利
用性，导致其失去了传承与利用的作用，对于规模庞大的大运
河来说，对于其文物保护很难达到整体的统筹规划，对于涉及
到的文化不动产，历史文化名称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根据
各归属地的实际发展需要进行建设，现实情况下都处在各自开
发的过程当中，做到全局性的发挥大运河文化带价值的难度过大。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其沿线文物虽然种类丰富，但是传承
与利用的途径少，模式也很单一，对于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来说，
去宣扬不再适用的历史文化会出现矛盾点，无法真正展现大运
河自身存在的魅力，对整体资源的利用度和其他现代化产业的
融合度不高，使得大运河文化在文化建设转型发展方面成效相
对较少，所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部分相关文物缺少现实性意
义对文物整体的保护与传承利用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3、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的思考
建议

3.1 完善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的相关制度
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虽然与文物相关内容是重点建设内容，但是涉及到经济
建设、文化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等方方面面对应的也涉及到诸
多部门，所以在当前确立好主管部门，在政府统筹规划下，完
善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的相关制度，以此来进行建设以及后期
开展工作是重中之重。通过统一规划，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及
沿线文物保护进行监督指导，重新发挥部门小组的工作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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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根据大运河及其周围文物，产业建
设等方面的实际发展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与管理办法，
为工作开展提供法律与技术支持。相关部门更要做好文物保护
与传承利用的专项规划，结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现状做好相关
规划，明确指导思想，做好区域管理等，要以文物保护与传承
利用为目标导向，明确职责归属，加强监督指导，进而让文物
保护与传承利用工作顺利开展，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做
好铺垫 [2]。
3.2 加大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管理力度
在大运河文化带实际建设过程中，其保存至今的沿线文物

是大运河文化发展的有力见证，所以对于文物保护工作需要相
关部门及人员加以重视，建立健全相关保护机制，加大文物保
护与传承利用管理力度，进一步落实《文物保护法》、《文物
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明确相关部门在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中的责任与义务，要重视起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
建设工作，提升文物保护的态度，更要提高文物保护的管理水平。
在大运河文化带实际建设过程中，更要深入开展对大运河文物
价值的研究工作，加强科研机构与高校间的合作交流，对大运
河的相关文物，水利建设等方面进行价值评估，做好文物保护
的基础性工作。相关部门更要推进文物保护项目的开展，对大
运河及沿线文物做好修护工作，从文物保护到历史环境保护全
面提升不同层级的遗产保护工作，根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求，
加大大运河沿线文物的监督管理力度，杜绝过度开发以及进行
与文物保护无关的项目进行，防止对大运河整体风貌造成破坏。
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利用 GPS 和 GIS 等技术，对大运河沿岸
整体进行实时监控，完善相关监察机制，做好大运河文化带沿
线文物的保护工作。
3.3 创新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手段
大运河文化带的沿线文物相对处于静止的状态下，虽然其

自身具备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产物，
但是针对于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来说，要想做好文物保护与
传承利用，还需要与当前实际相结合，通过现代社会人普遍能
接受的方式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其价值，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大
运河自身的魅力。所以在现代先进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做好文物
的传承工作是一个有效手段，结合当地的风土民情，将文物古
迹与现代化建设相融合，建造 3D 文物模型，对现存的建筑以

及文化村落进行宣传，让大运河周边环境能够焕发生机，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大运河文化展览馆，让世人领略到大运
河沿岸独具特色的漕运以及盐商文化，也让他们见识到几百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歌谣等。像北
京通州的运河文化节，杭州的工艺美术博物馆都是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中应运而生的产物，不仅受到了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
度上获得了社会经济效益，取得了文物传承利用的效果。
3.4 开展文化旅游产业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对其沿线文物的保护与传承利用

一直都是国家在重点推进的工作，在当前背景下，利用大运河
及周边环境的文化资源，开展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是推动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有力手段之一。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将文
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机整合，发展艺术创作等极具
特色的文化产业，打破地域空间上的限制，将大运河沿岸的民
间技艺、故事、歌谣、戏曲等资源合理利用，拓宽大运河文化
的宣传途径，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
形成别具一格的集文化传承、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于一身的具
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大运河文化长廊，让国人充满自豪感，也让
外国友人感受到大运河的魅力，让他们认识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
化。所以在当前环境下，做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以及完成好其
沿线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工作是文化建设中的关键一环，需要
有关部门能够互相协作尽最大努力来实施好这项工作，做好文
物的保护与传承利用也能实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预定目标 [3]。

4、结语

综上所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在
当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项工作在进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需要各部门协调合作，加大保护力度，完善相关制度，共同致
力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当中，做好文化传承工作，也能获
得相应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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